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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四川省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申报表

学 校 名 称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名称
食品饮料智能制造

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所 属 课 程 名 称

食品工艺与智能化生产

食品分析与检验

发酵制品检测技术等

所 属 专 业 代 码 570101

实 训 基 地 负 责 人 王开淮

实训基地负责人电话 18048530950

有 效 链 接 网 址 http://sctbc.walkclass.com/

四川省教育厅 制

2021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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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和要求

1.以Word文档格式，如实填写各项。

2.表格文本中的中外文名词第一次出现时，要写清全称和缩

写，再次出现时可以使用缩写。

3.所属专业代码，依据《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

专业目录（2015年）》填写 6位代码。

4.涉密内容不填写，有可能涉密和不宜大范围公开的内容，

请特别说明。

5.表格各栏目可根据内容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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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训基地基本情况

实训基
地建设
概况

一、学校基础

（一）学校综合实力位居全省前列

学校为全省首批升格高职院校，2016年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获“优秀级”；2019

年被认定为国家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全省 9 所之一）。

（二）食品生物技术专业全国领先

食品专业开办于 1962年，培养中国酒体设计之父徐占成等行业领军人物 20余人；

为全省首批国家级教改试点专业、国家骨干专业；制定国家专业教学标准；位列全国

高职高专第三；获中国轻工联合会教学成果奖 2项。

（三）基地建设基础扎实

教育部认定国家级生产性实训基地 2个：食品检测中心、大数据创新应用基地；

工信部认定“工业互联网”培训基地 1 个。基地功能覆盖食品研发、生产、检测全链

条；近三年培训约 5 万人日。

二、食品饮料智能制造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基础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学院面向四川省食品饮料产业，于 2016 年起，打造绿色轻

工特色鲜明的信息化、智能化、共享化的食品饮料智能制造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基地

现有场地面积 1780平方米，拥有食品工艺、仿真、生产类先进软硬件系统 2000余台

（套），设备总值 600 余万元；建设运行成熟的虚拟仿真实训项目 12 个，覆盖食品

开发、生产、检测整个链条，融合智能制造先进技术，从设备、产线控制，数据采集

与处理，工业物联网搭建、信息化管理等 4 个层级建成智能制造体系。基地已与 10

余所院校实现实训教学共享，与 20 余家食品饮料相关企业合作，承担员工培训，效

果良好。

三、建设必要性

（一）产教融合落地的需要

企业中的高价值、高精密设备（如：质谱仪等百万级设备）难以兼顾其日常生产

和校企合作育人；校内设备台套数、质量有欠缺，需通过“以实带虚、以虚助实”完

成教学培训，实现校企资源共享。

（二）突破传统教学难题的需要

食品智造真实场景搭建成本高，无菌、安全环境特殊，“看不见、进不去”矛盾

突出；需通过虚拟仿真，1:1场景还原，“透视”特殊工艺，支持及时学习、反复训

练，实现真实性、灵活性统一。

（三）填补同类基地空白的需要

基地实现智能制造与传统专业的融合，符合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的需要，

满足企业升级之下的新岗位人才培养需求，目前国内尚未有“智造+食品”的同类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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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
学资源

基地已建成“点面结合，一横一纵”的虚拟仿真实践教学资源体系。

实训项目点面结合，“点”既包括浓缩、结晶、干燥、蒸发等典型生产单元的仿

真，又包括气相、液相、电感耦合、安全检测等分析检测设备的操作使用仿真；“面”

即构建食品生产厂 3D 虚拟仿真环境，集成各生产单元和设备，包括乳品、啤酒生产、

白酒酿造、饮料加工等，形成集前后处理、生产、存储、包装、检测、安全于一体的

沉浸式虚拟现场，整合各典型单元和关键环节。

点面结合横向覆盖食品开发、生产、检测整个链条，构成“一横”，在此基础上，

融合智能制造先进技术，从设备、产线控制，数据采集与处理，工业物联网搭建、信

息化管理等 4个层级建成智能制造体系，构成“一纵”，搭建立体数字化工厂虚拟仿

真场景，设备层实现端到端打通，通过工业数据采集和工业物联技术构建信息数据网

络和数据仓库，在现场管理层建立现场质量、设备、过程管理所需的数据分析和管理

控制软硬件体系，实现全数字化的工业现场管理。

虚拟项目既与实体教学相对应，又起到补充和扩展作用，支持互动式双向教学，

可综合学生考勤情况、上课互动、实训过程数据、实训报告等，科学、全面的评价学

生的学习效果，形成“即教、即学、即练、即考、即巩固”的闭环控制。

实践教
学平台

一、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主要功能

（一）教学功能

支持专业课程课件，如多媒体、流媒体、资料型课件等，教师可方便上传，学生

可快捷查询；教师可在平台授课、发布计划、布置作业；学生可自学，与教师互动；

支持参加省级以上职业技能大赛备战训练。

（二）实训功能

支持过程演示和操作示范，通过视频、2D动画、3D 场景等方式进行演示和引导，

还原真实设备、产线、工作环境，模拟工艺、控制效果、运行状态，支持编程控制、

数据处理，学生可通过三维模型动手操作，支持过程记录、评分、考核。

（三）社会服务功能

支持专业共享、校校共享、校企共享，可远程访问使用；可按新技术、新工艺、

新标准优化、新建项目；支持校企技术研究和项目合作。

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信息化设备

虚拟仿真环境由计算机硬件、软件、传感器、工业物联系统构成三维信息的沉浸、

交互式的人工环境，融合数字图形处理、计算机网络、多媒体、传感器技术等信息技

术，信息化设备满足上述需求。

三、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网络信息与安全

（一）服务器支持设备与计算安全，并提供灾备服务。

（二）基于 https协议通信，保证传输过程安全性。

（三）系统上线经过安全检测，确保没有中高级安全漏洞。

（四）系统具有完善的安全策略设计，如：针对恶意登陆有验证码机制；修改用

户数据需要管理员审核/自己手机邮箱验证；可根据数据安全的需求，灵活设置多种

角色权限及数据下载权限等。



- 6 -

合作企
业概况

和参与
程度

深度合作企业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002946），与我校共建食品

饮料产业智能制造技术应用综合服务平台，2020年获四川省首批产教融合示范项目

立项，共同推进产业学院、研发与检测基地、技术创新中心和行业大数据研究所的

“3+1”工程建设，共同制定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开展师资互派、专家互聘 19人次，

开发 3 门省级精品课程，共同承担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 5 项，合作专利（软著）10

项。

与四川省食品发酵工业研究设计院共建食品检测中心，2019年获教育部认定国

家级生产性实训基地；2020年，由 KUKA授权“食品智能制造技术应用中心”，针对

食品企业的传统技术及设备升级等问题开展项目合作；获工信部认定“工业互联网”

领域人才培训基地，针对食品企业智能制造转型的急需人才缺口提供社会培训服务。

依托以上企业及学校领衔建立的四川轻工职教集团、白酒产业联盟中的数家优质

企业共建产教融合生态圈，以合作科研、技改作为虚拟仿真项目素材来源；以共建课

程做为虚拟实训植入载体；以虚拟仿真平台为纽带，突破产学研合作时空局限，向生

态圈提供共享资源。实训项目均基于典型行业应用，由共建课程、合作项目转化而来。

虚拟仿真平台与企业共同开发，具备二次开发功能，能持续不断更新项目，迭代应用

功能。

资源

共享

一、教学资源共享范围

本基地实验教学资源实现了共建共享，共享资源包括已上网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资源，已建成单机版虚拟仿真实验项目，以及尚未实现网络共享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资源。

建立了基于校园网的网络实验教学系统,已经用于实验、实训教学，并部分实现

了教学资源的网络共享与管理。网络虚拟实验教学资源已经实现校内部分专业资源共

享，学生可通过校园网随时调用网上虚拟实验教学资源，通过网络实现了互动式教学。

同时，还实现了与邛崃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四川理工技师学院、都江堰职业中

学食品、机电类专业的实验教学共享，支撑中高职衔接。基地的虚拟仿真教学资源不

仅用于学生教学，也为古川酒业、百威英博（四川）啤酒有限公司、新希望乳业、岸

宝纸业等相关单位承担培训业务。

二、教学资源共享效果

（一）院校与专业共享

为相关院校和相关专业学生自主实验和创新性实验提供资源和支撑，促进专业交

叉，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二）与企业单位共享

虚拟仿真实训教学项目，来源于校企共建课程、纵横向项目、科研成果的转化，

应用于实践教学，与新希望乳业、剑南春集团以及四川轻工职教集团、白酒产业联盟

的优质企业共享，效果良好。

（三）网络设备共享

本基地的网络教学管理系统与学校现有教务管理系统实现无缝集成；与第三方软

件厂商提供的标准化的虚拟实验系统的实现集成；第三方软件厂商提供的标准化的虚

拟 仿真软件可以在本基地网络系统运行。

https://www.baidu.com/link?url=s-JvlgoyvIK29q9wHBeuL24jbwel2qGg5mJi-20gI1W&wd=&eqid=d309fba0000002340000000360337b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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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训基地教学服务团队情况

2-1实训基地负责人情况

姓 名 王开淮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74.01

学 历 大学本科 学 位 硕士 办公电话 028-87282243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副校长 手 机 18048530950

院 系 酒类与食品工程系 电子邮箱 250458444@qq.com

教学研究情况：

一、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

1.以就业为导向背景下的素质教育研究，省教改课题，2005.6-2009.6

2.高职学生汉语能力培养研究，校级课题，2011.11-2017.9

3.高职学生职业素质培养体系研究与实践，省教育厅重点课题，2017.1-2020.8

4.新时代背景下高职教育立德树人实践模式研究，校级课题，2019.1-现在

5.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二级产业学院组建核心问题研究，四川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课题，

2020.6-现在

二、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

1.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践行人文关怀的研究，《教育与职业》，2016.6

2.论高职学生教育管理与教学活动深度融合的育人模式，《教育与职业》，2017.5

3.高职院校学生转专业的主要因素及对策研究，《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6

4.论制浆造纸专业学生汉语能力的培养，《纸和造纸》，2017.9

5.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高职学生职业素质教育研究，《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20.3

6.新媒体语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创新研究，《智库时代》，2020.3

7.以汉语能力测试为导向的高职语文教学改革研究，《长江丛刊》，2017.5

8.高职院校学生汉语能力培养途径分析，《人才资源开发》，2017.1

9.论交流语言的准确性与模糊性，《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研版），2008.7

10.提高高职应用文写作教学实效性的思考，《语文教学之友》，2008.1

三、获得的教学奖励

1. 《就业导向背景下素质教育的研究与实践》获第七届高等教育四川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2014.5

2.《“三空间四同步”职业素质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获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教学成果

一等奖，2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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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情况：

一、学术研究课题

1.《高职院校基层团组织“活力工程”研究——以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团中央学

校部课题，2015.6—2016.7，第二主研，承担调研、分析总结工作

2.《高职院校美育目标、内容及方式方法的调查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美育专业委员会

课题，2011.09—2014.04，第五主研，承担调研、报告撰写工作

二、发表的论文

1. 高职制浆造纸专业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探索，《纸和造纸》，第二作者，2014.7

2. 开设交流基础课，提高学生交流能力，《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独撰，2008.7

3. 就业导向背景下素质教育的研究与实践，《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二作者，

2008.1

2-2实训基地教学服务团队情况

实训基地团学具有信息化和专业化协同的特点。团队现有实践教学和管理教师 39人，具有

硕士学位者 24人、博士学位者 2人，硕博士占比 67%；教授 6人，高级职称教师比例 40%；有

海外留学背景教师 4人；双师素质教师占比 91%；聘请了企业行业技术专家 13人担任兼职教师。

学校重视培养教师团队中虚拟仿真技术水平，持续培养了一批具备高水平虚拟仿真制作技术

的教师。通过基地轮岗，了解产业发展趋势和需求，掌握产业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通过派

遣专业教师下企业实践锻炼，了解企业的实际生产操作过程和专业教学中的缺陷，从而有效的保

证专业教学与学生实际工作的无缝衔接。

团队教师带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 10余项，参加四川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

60项。团队教师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CNKI 数据）86篇，主持完成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 12

项，获得授权专利 16项。

2-2-1 团队主要成员（5人以内）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专业技术职务 行政职务 承担任务 备注

1 朱克永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

酒类与食

品工程系

主任

项目建设与

管理

2 赖冬寅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
机电工程

系主任

平台建设与

管理

3 邓林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

食 品 生 物

技 术 教 研

室主任

课程开发、人

才培养培训

4 魏明英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
教务处处

长
教学管理

5 向松涛 新希望乳业 高级工程师
总经理助

理

项目建设与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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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团队其他成员（部分）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专业技术职务 行政职务 承担任务 备注

1 李俊儒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师
酒类与食品

工程系书记

课程开发、技

术支持

2 吴琦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 教师
课程开发、技

术支持

3 李冉 电子科技大学 产业教授
成果转化办

副主任

课程开发、技

术支持

4 陈功
四川省食品发酵工业研

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董事长 资源整合

5 李学琴 剑南春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 总工办主任 资源整合

6 潘多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 教师
课程开发、技

术支持

技术

支持

人员

7 刘德刚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
信息中心教

师
技术支持

技术

支持

人员

8 杨娜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 教师
课程开发、技

术支持

在线

教学

服务

人员

9 贡佳欣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 教师
课程开发、技

术支持

在线

教学

服务

人员

10 庄凯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博士
信息工程系

副主任

课程开发、技

术支持

11 何光春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 教师
课程开发、技

术支持

12 赵东 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副总工程师 资源整合

13 胡江
成都天衡为真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工程师 开发人员

系统调试教

学

技术

支持

人员

14 周少璇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 教师
课程开发、技

术支持

在线

教学

服务

人员

15 李中志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 教师
课程开发、技

术支持

在线

教学

服务

人员

教学服务团队总人数： 39 （人），高校人员数量： 26 （人），企业人员数量： 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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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训项目（1）描述

3-1名称

乳制品生产厂 3D虚拟现实仿真实验

3-2有效链接网址

http://sctbc.walkclass.com/

3-3实训目的

采用三维虚拟现实技术，高度还原乳制品生产厂场景，构建了一个包含生产车间、包装车间、

污发酵车间等在内的工厂实景。学员可以进行如原料预处理、成品检测、奶粉喷雾干燥、样品测

定、罐装包装、均质浓缩等一系列操作；软件中在工艺学习的基础上穿插 GMP 管理等食品质量

相关的知识，满足进阶学习的需求，使学员在学习时沉浸其中。学后还有完备的综合测评系统，

帮助学员提高职业素养，加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理解。

3-4实训原理（或对应的知识点）

知识点数量： 4 （个）

1. GMP 规范认知 3D虚拟仿真系统：建筑建构、卫生制度、更衣流程、原料要求、生产过

程、文件管理

2. 奶粉 3D虚拟仿真系统：CIP清洗、收奶、原料与处理、奶仓储存、混料、均质、浓缩、

喷雾干燥、包装、成品检测

3. 牛奶 3D虚拟仿真系统：CIP清洗、收奶、原料与处理、奶仓储存、混料、均质、浓缩、

干燥、包装、成品检测

4. 酸奶 3D虚拟仿真系统：CIP 清洗、收奶、原料与处理、奶仓储存、配料、均质杀菌、发

酵、包装、成品检测

3-5实训仪器设备（装置或软件等）

1. 软件：GMP规范认知 3D虚拟仿真系统、奶粉 3D虚拟仿真系统、牛奶 3D虚拟仿真系统、

酸奶 3D虚拟仿真系统；

2. 硬件：计算机（Win7及以上系统）。

3-6实训材料（或预设参数等）

1. 虚拟场景：软件启动后，即进入的教学实验区。

（1）奶粉 3D虚拟仿真系统：雾干燥区、三效蒸发浓缩区、原料预处理区等

（2）牛奶 3D虚拟仿真系统：巴氏杀菌区、贮乳区等

（3）酸奶 3D虚拟仿真系统：发酵车间、灌装车间等

2. 虚拟设备：生产车间、包装车间、污发酵车间等。

3. 预设参数：包括食品质量相关的知识工艺库，教学知识库和综合测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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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实训教学方法

1. 采用“理虚实”一体化教学法，将知识点与技能分别在不同的学习场景中进行学习与掌握

（1）使用目的

理论教学主要是为掌握相关知识点，让学生对奶粉、牛奶、酸奶等乳制品生产的仪器设备、

内容流程和方法要点内容在课堂上进行熟悉与掌握，以理论的掌握为主。虚拟实训教学主要以仿

真软件为载体，学生通过电脑客户端，可自主选择训练项目内容，充分保障学生学习的空间与时

间，并且线上学习主要以实践操作为主，通过示范教学，重复观察、学习任意环节的实验过程。

实物实训是指在虚拟实训达标的基础上，学校可另外组织学生在校内外开展生产系列实验。

（2）实施过程

“理虚实”一体化教学将首先完成理论教学内容，再根据学生学习的情况，自主自由地安排

时间，完成虚拟教学内容。最后可有选择性地组织开展实物实训。虚拟教学内容通过“教、练、

考”三个阶段逐步开展：“教”通过视频演示实验操作流程，让学生初步了解正确的实验操作步

骤。“练”允许学生反复练习实验的流程，加强巩固。“考”则是学生对实验掌握程度的一个测

验，系统自动记录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操作信息并对操作步骤的正确与否产生做出评价。

（3）实施效果

理论教学过程中熟练掌握对本实验基础知识、实验操作流程、安全操作规范的认知；而虚拟

实训则由学生自由评估线下掌握的情况，自由合理地安排线上操作学习，并完成考核。实物实训

能够真实反映理论和虚拟的学习效果，进一步将理论学习与实践技能内化。

2. 针对软件本身，“理虚实”一体化教学法”还可表现为理论数据公式与操作结果现象通过

虚拟仿真软件这一桥梁而相关联。

（1）使用目的

集成真实实验的原理、操作、步骤、数据、计算为一体，并基于实际的实验全过程完成呈现

出来，学生可以重复观察和学习任意环节的实验过程，创造出全新的教学与实训体验，有利于自

主探索学习模式的形成。

（2）实施过程

对生产过程的流程进行拆分，可随意进行原料预处理、成品检测、奶粉喷雾干燥、样品测定、

罐装包装、均质浓缩等一系列生产操作。此外，参数随机化保证每次操作的实验结果与上一次的

结果都不一样，与实际试验中数据的不唯一性相对应，体现了软件理论与虚拟操作相结合。

（3）实施效果

仪器设备工作、数据与公式计算、试验曲线一体化呈现大大提高了对试验原理的解读；同时

参数公式化和随机化体现实验的“虚”中带“实”，并最终凸显软件的“理”“虚”“实”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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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实训方法与步骤要求

1. 实训方法描述

本项目通过案例化示范教学，学生首先学习相关的理论及实操基础知识，明确操作步骤要点。

软件主要是利用交互操作，让学生自主完整地完成牛奶、酸奶、奶粉生产各项目过程，并且注意

操作时的注意事项和数据现象分析观察。对于实验现象画面的可视化呈现，采用多种方式以达到

更好的观察效果。例如，仿真动画、3DMAX特效等等。按照要求进行交互操作，在完成考核后，

系统自动记录操作痕迹，生成一份实验报告。实验报告中保留了最基本的原始测量数据，学生再

通过这些数据计算出本实验对象所有性能参数，并提交给老师进行批改。

2. 学生交互性操作步骤说明

第一步：学生登录网址，进入“乳制品生产厂 3D虚拟现实仿真”系统；

第二步：运行方式选择。

启动软件后，将会出现形如图 1的界面。

图 1 启动界面

第三步：选择工况

选择不同工况进行学习（初次使用软件推荐从认知学习开始逐步进行操作）见图 2。

图 2 软件界面

第四步：页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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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软件启动后的界面，左上角 按钮，点击后返回到流程选择界面，见图 3。

图 3 软件启动界面

第五步：功能介绍

右上角功能按钮区，包含操作指南、工艺知识等按钮，见图 4。

图 4 功能界面

第六步：任务介绍

右边为任务提示区域，见图 5。

图 5 任务提示界面

第七步：人物操作

① 按住WSAD键可控制当前角色向前后左右移动；

② 按住鼠标右键在屏幕上拖动，可调整操作者视野，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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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操作者视野界面

第八步：知识点界面

进入流程内，对应的知识点会解锁，点击鼠标左键左右拖动卡片可切换其它内容，或者使用

鼠标中间的滑轮滚动卡片，见图 7。

图 7 知识点界面

第九步：学习列表

每个工艺点击学习列表的内容进入学习，见图 7。

图 7 学习列表

第十步：工艺界面

左侧为本次工艺学习的流程列表，右侧为当前流程的介绍，下方点击学习按钮可学习下个流

程，点击退出学习按钮则退出本次工艺界面，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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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工艺界面

3-9实训结果与结论要求

1. 是否记录每步实训结果：是 否

2. 实训结果与结论要求： 实训报告 心得体会 其他

3. 其他描述：

3-10考核要求

1. 考核指标

按照各专业培养方案实验教学大纲要求，进行实验成绩考核。

（1）能够掌握实验设备、器材的正确操作；

（2）能够掌握实验的基本步骤及操作规范；

（3）能够正确处理实验数据，并完成性能参数的计算，形成实验报告。

2. 考核方式

切换到考试功能时，系统会弹出输入窗口要求用户输入姓名和学号。在输入完信息后，则进

入考试界面。根据用户的当前操作对其进行打分。

3-11面向学生要求

1. 专业与年级要求

主要面向食品生物技术、食品营养与检测、食品加工等专业，面对大二（下）、大三学生

2. 基本知识和能力要求等

完成《基础化学》等理论课程学习，借由本虚拟仿真实验项目的开展，实现对乳制品生产厂

3D虚拟现实仿真实验操作的深入掌握，具备独立实施有关实验的能力。

3-12实训项目应用情况

1. 上线时间 ： 2018年 1月 30日
2. 开放时间 ： 2018年 3月 1日
3. 已服务过的学生人数： 842
4. 是否面向社会提供服务：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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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训项目（2）描述

3-1名称

乳制品质量安全检测实验

3-2有效链接网址

http://sctbc.walkclass.com/

3-3实训目的

采用三维虚拟现实技术，高度还原乳制品质量安全检测项目场景，构建了一个包含 3D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气相色谱仪、气质联用、液相色谱仪、红外分光光度计、紫外分光光度计

等仪器设备实景。学员可以进行如原料、成品检测等一系列检测操作；软件中在工艺学习的基础

上穿插仪器设备原理等相关的知识，满足进阶学习的需求，使学员在学习时沉浸其中。学后还有

完备的综合测评系统，帮助学员提高职业素养，加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理解。

3-4实训原理（或对应的知识点）

知识点数量： 6 （个）

1. 3D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仿真系统：实验准备、微波消解、样品配置、开机点火、质

量校准、编辑方法、采集数据、生成报告、关机、实验结果

2. 气相色谱仿真系统：气瓶钢瓶、压力调节器、色谱仪、电脑操作、实验样品、单次分析信

息设置、实验方法设置、数据采集、标准曲线制作、谱图解析、理论测试。

3. 气质联用仿真系统：气瓶钢瓶、进样、色谱质谱仪、电脑操作、实验样品配置、数据采集、

数据处理、分析报告、理论测试。

4. 液相色谱 LC10AT仿真系统：进样、色谱仪、电脑操作、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报告查看

与保存、理论测试。

5. 液质联用仿真系统：气瓶钢瓶、进样、色谱质谱仪、电脑操作、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报

告查看与保存、理论测试。

6.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AA6300仿真软件：压缩机、光谱仪、标准曲线、数据采集、数据处

理、报告查看与保存、理论测试。

3-5实训仪器设备（装置或软件等）

1. 软件：3D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仿真系统、大型分析仪器仿真软件；

2. 硬件：计算机（Win7及以上系统）。

3-6实训材料（或预设参数等）

1. 虚拟场景：软件启动后，即进入区原乳制品质量安全检测项目场景。

2. 虚拟设备：气相、气质联用、液相、液质联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等。

3. 预设参数：包括食品质量相关的知识工艺库，仪器设备原理知识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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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实训教学方法（举例说明采用的教学方法的使用目的、实施过程与实施效果）

采用“理虚实”一体化教学法，将知识点与技能分别在不同的学习场景中进行学习与掌握。

1. 使用目的

理论教学主要是为掌握相关知识点，让学生对奶粉、牛奶、酸奶等食品质量安全检测的仪器

设备、内容流程和方法要点内容在课堂上进行熟悉与掌握，以理论的掌握为主。虚拟实训教学主

要以仿真软件为载体，学生通过电脑客户端，可自主选择训练项目内容，充分保障学生学习的空

间与时间，并且线上学习主要以实践操作为主，通过示范教学，重复观察、学习任意环节的实验

过程。实物实训是指在虚拟实训达标的基础上，学校可另外组织学生在校内外开展生产系列实验。

2. 实施过程

“理虚实”一体化教学将首先完成理论教学内容，再根据学生学习的情况，自主自由地安排

时间，完成虚拟教学内容。最后可有选择性地组织开展实物实训。虚拟教学内容通过“教、练、

考”三个阶段逐步开展：“教”通过视频演示实验操作流程，让学生初步了解正确的实验操作步

骤。“练”允许学生反复练习实验的流程，加强巩固。“考”则是学生对实验掌握程度的一个测

验，系统自动记录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操作信息并对操作步骤的正确与否产生做出评价。

3. 实施效果

理论教学过程中熟练掌握对本实验基础知识、实验操作流程、安全操作规范的认知；而虚拟

实训则由学生自由评估线下掌握的情况，自由合理地安排线上操作学习，并完成考核。实物实训

能够真实反映理论和虚拟的学习效果，进一步将理论学习与实践技能内化。

3-8实训方法与步骤要求（学生交互性操作步骤应不少于 10步）

1. 实训方法描述

乳制品质量安全检测仿真实验具有以下步骤：实验基础认知（目的、内容等）-仪器操作实验

-乳制品处理实验-乳制品检测实验-考核-实验报告-完成。

本项目通过案例化示范教学，学生首先学习相关的理论及实操基础知识，明确操作步骤要点。

软件主要是利用交互操作，让学生自主完整地完成仪器设备、样品检测预处理、样品检测实验中

各项目过程，并且注意操作时的注意事项和数据现象分析观察。对于实验现象画面的可视化呈现，

采用多种方式以达到更好的观察效果。例如，仿真动画、3DMAX特效等等。按照要求进行交互

操作，在完成考核后，系统自动记录操作痕迹，生成一份实验报告。实验报告中保留了最基本的

原始测量数据，学生再通过这些数据计算出本实验对象所有性能参数，并提交给老师进行批改。

2. 学生交互性操作步骤说明

模块一、3D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仿真系统仪器操作实验（≥30 步）

（1）模块认识

仿真系统包括了以下模块：

 仿真现场操作模块，主要用于实验操作中对现场设备的操作仿真，其包括了三个子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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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进样模块、色谱仪模块、电脑模块；

 仿真工作站模块，主要用于实验操作中对工作站操作的仿真，包括了以下功能模块：

 数据采集

1）开机；

2）开机清洗；

3）平衡系统；

4）新建数据采集方法；

5）批处理；

6）清洗系统；

7）关机；

 数据处理

1）积分；

2）数据比较；

3）标准曲线；

4）分析未知样；`

 报告查看

 报告保存

1）实验总览模块：主要用于显示本次仿真实验操作流程信息；

2）理论测试模块：提供一套与本实验密切相关的理论测试题；

3）单步操作提示模块：提示当前应该进行操作的步骤；

4）智能评价系统：对整个培训过程进行智能评判。

（2）仿真操作

1）实验准备

第一步：点击主页面“配制样品”，进行样品配制，见图 1。

图 1

第二步：配制样品浓度，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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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第三步：每一个配置完成后点右下角“确定”钮，样品瓶盖子盖上后配制完成。

（3）启动仪器

第四步：从下到上依次启动仪器.在弹出框点击电源钮，如图 3。

图 3

第五步：其中泵和检测器的电源如图 4 所示。

图 4

第六步：工作站交换机的电源如图 5所示。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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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打开电脑主机

第七步：运行工作站软件，单机电脑桌面工作站图标,进入工作站界面，如图 6,7。

图 6 图 7

第八步：新建数据采集方法，点击工作站[文件]菜单上[新建方法]按钮，根据分析物质，填

写实验方法，如图 8。

图 8

第九步：在[LC 停止时间(L)]上输入时间，大约 8min 左右，点击[应用于所有采集时间]按钮，

将 LC 停止时间应用于采集时间，如图 9。

图 9

第十步：在泵的[模式]上选择“二元梯度洗脱”，[泵总流速]为 1.0mL/min，在[泵 B 浓度(B)]

上输入初始浓度 15%，压力设置(泵 A)的[最大值]上输入最大压力 15-19MPa，如图 10。

图 10

第十一步：在检测器[波长通道 1(1)]上输入检测器波长 254nm，如图 11。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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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步：点击[文件]菜单上[方法另存为]按钮，将所编辑的方法保存在预先设置好的文件

夹中，如图 12。

图 12

第十三步：点击[下载]按钮，调出[LC 实时分析]提示框，点击[确定]，将参数发送至仪器，

如图 13，14。

图 13 图 14

第十四步：新建数据采集方法，发送方法，如图 15。

图 15

第十五步：在线脱气

点击泵排液阀，在弹出框点击“OPEN”，逆时针旋转泵 A/B 排放阀（放空阀）至横向，打开

排液阀，如图 16,17。

图 16 图 17

第十六步：按下泵 A/B 控制面板上[purge]按钮，在线脱气，如图 18。

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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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脱气 3 分钟(模拟时间 100 S)后，泵 A/B 自动停止运行，[PUMP]指示灯灭。

点击泵排液阀，在弹出框点击“CLOSE”，顺时针旋转泵 A/B 排液阀（放空阀）到底，关闭

排液阀。脱气完成后打开色谱泵 A/B，如图 19。

图 19

第十七步：单次分析

1 点击工作站[单次运行]图标，显示<单次运行>视图窗口，如图 20。

图 20

2 名称、ID、方法文件、数据文件等，进样量为 20μL，点击[确定]，如图 21。

图 21

3 点击[开始]，开始进行数据采集。

4 点击主页面待测样品瓶，软件自动抽取样品，播放取样动画，如图 22。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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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六通阀，将六通阀掰至 load 档，如图 23-24。

图 23

图 24

6 依次点击放针、进样、inject，软件自动开始采样。

7 最后点击抽针拔出进样针。

8 根据同样的方法，对其他 7个标准溶液和 1 个未知溶液进行分析。

第十八步：数据处理

9 启动工作站[再解析]，进入[LC 数据分析]窗口，如图 25。

图 25

10 点击[文件]——[打开]，打开[实时分析]得到的数据文件。

○11 点击[向导]，打开[化合物表视图]界面，设置化合物表。

○12 完成每个页面设置，点击[完成]，此时即完成了对样品峰的积分、定性、定量标准的设

定，如图 26。

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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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点击[文件]-[保存]，保存积分处理后的数据文件。

○14 点击[文件]-另存方法为，保存数据分析的方法文件（保存混标的方法文件，不要保存

单标的）。

○15 按照同样的方法对[实时分析]得到的其他数据文件进行积分，并保存积分后的数据文

件。

○16 在[LC 数据分析]窗口点击[数据比较]，打开[LC 数据比较]窗口

○17 点击[文件]——[打开]——[添加数据文件]，如图 27。

图 27

○18 通过标准样品的单标图谱和未知样图谱对比，确认未知样图谱中待测组分的峰，如图 28。

图 28

○19 在[LC 数据分析]窗口点击[校准曲线]，打开[LC 校准曲线]窗口,点击[文件]-[打开方法

文件]，打开数据分析方法，加载级别对应的数据文件

○20 在【化合物表视图】中，点击[编辑]，输入目标化合物名称、其标准保留时间和相应的

浓度，点击【查看】，自动生成标准曲线，如图 29。

图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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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校准曲线：点击【文件】菜单中【另存方法文件】，保存标准曲线文件。

○22 切换至[LC 数据分析]窗口，打开一个未知样图谱，并进行数据积分。

○23 点击[文件]-[加载方法]，导入已经设定好的标准曲线方法文件。

○24 未知样含量即被算出。点击[化合物表]中[结果标签]查看未知样含量。

○25 点击[文件]菜单中[数据另存为]，保存分析好的未知样图谱。

第十九步：关机

从上往下关闭色谱系统。

3-9实训结果与结论要求

1. 是否记录每步实训结果：是 否

2. 实训结果与结论要求： 实训报告 心得体会 其他

3. 其他描述：

3-10考核要求

1. 考核指标

按照各专业培养方案实验教学大纲要求，进行实验成绩考核。

（1）能够掌握实验设备、器材的正确操作；

（2）能够掌握实验的基本步骤及操作规范；

（3）能够正确处理实验数据，并完成性能参数的计算，形成实验报告。

2. 考核方式

切换到考试功能时，系统会弹出输入窗口要求用户输入姓名和学号。在输入完信息后，则进

入考试界面。根据用户的当前操作对其进行打分。

3-11面向学生要求

1. 专业与年级要求

主要面向食品生物技术、食品营养与检测、食品加工等专业，面对大二（下）、大三学生

2. 基本知识和能力要求等

完成《食品分析与检验基础》等理论课程学习，借由本虚拟仿真实验项目的开展，实现对乳

制品质量安全检测实验操作的深入掌握，具备独立实施有关实验的能力。

3-12实训项目应用情况

1. 上线时间 ： 2019年 6月 20日
2. 开放时间 ： 2019年 9月 1日
3. 已服务过的学生人数： 566
4. 是否面向社会提供服务：是 否

3.实训项目（3）描述

3-1名称

典型食品智能制造数字仿真产线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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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有效链接网址

http://sctbc.walkclass.com/vd/4009/717
3-3实训目的

本项目通过三维食品灌装车间与实虚结合示范教学，实现工业仿真、管理控制仿真、机电自

动化仿真，应用于机电系与食品系教学实训。利用三维虚拟设备、虚拟产线、虚拟物料，精准还

原食品灌装供瓶、供料、取料、封口、旋盖、检测、装盒等生产工序。学生学习理论教学与操作

基础知识。

3-4实训原理（或对应的知识点）

知识点数量： 4 （个）

1. 车间组装

2. 产线供电供气及系统预检

3. 管理产线工艺参数

4. 产线流程

3-5实训仪器设备（装置或软件等）

1. 软件：典型食品智能制造数字仿真产线软件；

2. 硬件：计算机（Win7及以上系统）。

3-6实训材料（或预设参数等）

1. 虚拟场景：软件启动后，即进入三维食品灌装车间。

2. 虚拟设备：虚拟产线、虚拟物料、虚拟 ERP、虚拟MES、工业互联网等微组件等。

3. 预设参数：包括相关的知识工艺库，仪器设备原理知识库等。

3-7 实训教学方法

采用“理虚实”一体化教学法，将知识点与技能分别在不同的学习场景中进行学习与掌握。

1. 使用目的

理论教学主要是为掌握相关知识点，让学生对奶粉、牛奶、酸奶等食品质量安全检测的仪器

设备、内容流程和方法要点内容在课堂上进行熟悉与掌握，以理论的掌握为主。虚拟实训教学主

要以仿真软件为载体，学生通过电脑客户端，可自主选择训练项目内容，充分保障学生学习的空

间与时间，并且线上学习主要以实践操作为主，通过示范教学，重复观察、学习任意环节的实验

过程。实物实训是指在虚拟实训达标的基础上，学校可另外组织学生在校内外开展生产系列实验。

2. 实施过程

“理虚实”一体化教学将首先完成理论教学内容，再根据学生学习的情况，自主自由地安排

时间，完成虚拟教学内容。最后可有选择性地组织开展实物实训。虚拟教学内容通过“教、练、

考”三个阶段逐步开展：“教”通过视频演示实验操作流程，让学生初步了解正确的实验操作步

骤。“练”允许学生反复练习实验的流程，加强巩固。“考”则是学生对实验掌握程度的一个测

验，系统自动记录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操作信息并对操作步骤的正确与否产生做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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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施效果

理论教学过程中熟练掌握对本实验基础知识、实验操作流程、安全操作规范的认知；而虚拟

实训则由学生自由评估线下掌握的情况，自由合理地安排线上操作学习，并完成考核。实物实训

能够真实反映理论和虚拟的学习效果，进一步将理论学习与实践技能内化。

3-8实训方法与步骤要求（学生交互性操作步骤应不少于 10步）

一、实训方法描述

本项目通过三维食品灌装车间与实虚结合示范教学，实现工业仿真、管理控制仿真、机电自

动化仿真，应用于机电系与食品系教学实训。利用三维虚拟设备、虚拟产线、虚拟物料，精准还

原食品灌装供瓶、供料、取料、封口、旋盖、检测、装盒等生产工序。学生学习理论教学与操作

基础知识后，可通过本交互式虚拟仿真系统，自主按照工艺与规范完成食品灌装供瓶、供料、取

料、封口等环节。仿真过程中，系统实时跟踪学生操作过程，通过交互式提醒，避免安全事件发

生。系统内可以自主更换预制工艺参数，实现多样化自主实践教学。仿真系统包含虚拟 ERP、虚

拟MES、工业互联网等微组件，采用先进制造理念指导培训过程。本仿真系统支持实虚结合的仿

真形式，实现了真实 S7-1200 PLC与虚拟车间数据、指令、消息相融合，突破传统自动化教学脱

离实际产线的困境，能更科学、更系统、更深入的指导学生完成机电自动化培训。实训过程中，

自动记录仿真过程与仿真数据，自动生成电子实验报告。

二、学生交互性操作步骤说明

1、工艺学习阶段

第一步：新增设备，实现车间组装，如图 1.

（1）根据工艺路线，添加供瓶工序系统设备；

（2）依次添加供料工序设备；

（3）添加连接输送单元；

（4）依次完成其它工序产线组装。

图 1

第二步：完成产线供电供气及系统预检，如图 2。

（1）按照规范，打开供电控制柜开关，观察功率负载变化；

（2）按照规范，依次打开供气系统、真空灌及压缩机，调节压力值到工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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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打开 DCS 分布式总控系统，根据提示排除产线异常。

图 2

第三步：企业资源计划中添加生产计划。

（1）登录 ERP 并打开生产计划模块；

（2）添加生产任务，完成审批；

（3）分解 MRP 计划，实现物料采购下发。

第四步：管理产线工艺参数。

（1）登录 MES 制造执行系统；

（2）选择待生产食品灌装生产任务；

（3）根据生产规格，依次下发设备工艺参数。

第五步：检查供料并启动产线，如图 3。

（1）检查食品材料质量检验报告与库存；

（2）下发任务并启动产线；

图 3

第六步：依次检验首件质量，如图 4。

（1）查询质量检验要求；

（2）依次检验供瓶、供料、取料工序半成品；

（3）比对检验结果与工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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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第七步：产线数字孪生体分析，如图 5。

（1）加载工业互联网组件实现设备物联；

（2）构建数字孪生体；

（3）加载设备运行状态分析。

图 5

第八步：产线节拍仿真。

（1）低速模式下产线节拍控制仿真；

（2）高速模式下产线节拍控制仿真。

第九步：灌装操作仿真，如图 6。

（1）自动化装夹壳体；

（2）食品灌装上料；

（3）封边；

（4）条码打印及入库。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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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集成控制阶段

第十步：安装实虚控制配件，如图 7。

（1）下载并安装 TIA PORTAL、天衡实虚智训 V2；

（2）天衡实虚智训 V2 与 S7-1200 通过 S7 协议联机；

（3）新建练习实虚场景，并完成初步联机实训。

图 7

第十一步：控制流程设计与 PLC 寄存区分区设计，如图 8。

（1）输送单元控制 IO 接线；

（2）封口单元 ModbusTCP 映射；

（3）流程控制节点与 PLC 寄存器关联。

图 8

第十二步：机器人控制单元实虚控制。

（1）PLC 编写 T 型图，单步控制机器人运动；

（2）PLC 编写 T 型图，离线控制检验机；

（3）实现输送单元与检验机控制联动。

3-9实训结果与结论要求

1. 是否记录每步实训结果：是 否

2. 实训结果与结论要求： 实训报告 心得体会 其他

3. 其他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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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考核要求

1. 考核指标

按照各专业培养方案实验教学大纲要求，进行实验成绩考核。

（1）能够掌握实验设备、器材的正确操作；

（2）能够掌握实验的基本步骤及操作规范；

（3）能够正确处理实验数据，并完成性能参数的计算，形成实验报告。

2. 考核方式

切换到考试功能时，系统会弹出输入窗口要求用户输入姓名和学号。在输入完信息后，则进

入考试界面。根据用户的当前操作对其进行打分。

3-11面向学生要求

1. 专业与年级要求

主要面向食品生物技术、食品营养与检测、食品加工等专业，面对大二（下）、大三学生

2. 基本知识和能力要求等

完成《食品生产单元操作》等理论课程学习，借由本虚拟仿真实验项目的开展，实现对典型

食品智能制造数字仿真产线实验操作的深入掌握，具备独立实施有关实验的能力。

3-12实训项目应用情况

1. 上线时间 ： 2020年 2月 20日

2. 开放时间 ： 2020年 3月 1日

3. 已服务过的学生人数： 312人

4. 是否面向社会提供服务：是 否

4. 实训项目相关网络要求描述

4-1网络条件要求

一、说明客户端到服务器的带宽要求（需提供测试带宽服务）

基于公有云服务器部署的系统，5M-10M带宽；基于局域网服务器部署的系统，10M-50M

带宽。

二、说明能够提供的并发响应数量（需提供在线排队提示服务）

系统支持最大并发响应数量 100人，支持同时在线人数 5000人。当在线人数超过 5000人，

提供在线排队提示服务。

4-2用户操作系统要求（如Windows、Unix、IOS、Android等）

一、计算机操作系统和版本要求

软件运行环境兼容性好，可在Win XP/Vista/Win7/Win8/Win10正常运行。

二、其他计算终端操作系统和版本要求

暂不支持

三、支持移动端：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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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用户非操作系统软件配置要求（如浏览器、特定软件等）

一、需要特定插件 是 否（勾选是请填写）

插件名称 .net framework 3.5；DirectX9.0C 插件容量 1G

下载链接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21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34429

二、其他计算终端非操作系统软件配置要求（需说明是否可提供相关软件下载服务）

无

4-4用户硬件配置要求（如主频、内存、显存、存储容量等）

一、计算机硬件配置要求

二、其他计算终端硬件配置要求

无

类别 C P U 内 存 硬 盘 显 卡 显示器

低配电脑 ≥ INTEL I5 ≥8GB ≥1TB ≥GT1030 ≥21.5

高配电脑 ≥ INTEL I5 ≥8GB ≥1TB ≥GT1050TI ≥23.5

4-5用户特殊外置硬件要求（如可穿戴设备等）

一、计算机特殊外置硬件要求

无

二、其他计算终端特殊外置硬件要求

无

5.实训项目技术架构及主要研发技术

指标 内容

系统架构图及简要说明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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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

项目

开发技术（如：3D仿真、VR技术、AR
技术、动画技术、WebGL技术、OpenGL
技术等）

3D仿真、VR技术、动画技术

开发工具（如：VIVE WAVE、Daydream、

Unity3d、Virtools、Cult3D、Visual Studio、
Adobe Flash、百度VR内容展示SDK等）

veryengine（万维引擎）

项目品质（如：单场景模型总面数、贴

图分辨率、每帧渲染次数、动作反馈时

间、显示刷新率、分辨率等）

单场景模型总面数：不低于 2000
贴图分辨率：2048*2048
显示帧率：不低于每秒 30帧
刷新率：不低于 30Hz
正常分辨率：1920*1080

管理

平台

开发语言（如：JAVA、.Net、PHP等） .Net

开发工具（如：Eclipse、Visual Studio、
NetBeans、百度 VR课堂 SDK等）

Eclipse、Visual Studio

采用的数据库（如：HBASE、Mysql、
SQL Server、Oracle等）

Mysql

6.实训基地特色与创新

一、优势特色

（一）专业积淀深厚，虚实结合紧密

本基地建设，以国家骨干专业食品生物技术为代表的专业群为支撑，已有精品课程、培训体

系基础扎实，师资队伍实力强，专业积淀深厚，通过先进的虚拟仿真技术，在现有教学资源基础

上进行了虚拟实训项目的整体设计、转化和建设，针对性强，实用性高，避免“为虚而虚”，与

实体教学相辅相成，形成完备的实训体系。

（二）平台共建共享，服务支柱产业

以四川省首批产教融合示范项目（食品饮料产业智能制造技术应用综合服务平台）及 2 个国

家级生产性实训基地为依托，本基地与深度合作的行业领军企业共建共享，实训项目针对行业、

企业痛点和需求搭建；通过四川轻工职教集团和白酒联盟为载体，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食品

饮料产业，形成源于产业，用于产业，项目即时优化的实训体系闭环，推动食品饮料产业链、价

值链与人才链、教育链的贯通。

（三）智能制造赋能，培养复合人才

基地实训体系按“点面结合、一横一纵”建设，覆盖食品设计、生产、检测全过程，将食品

企业智能制造升级过程中所需的食品智能设计、生产智能管控、制造装备智能化、检测信息化等

要素进行融合，支撑食品职业能力+智能控制+信息技术三大课程模块，通过“主修专业+辅修微

专业”模式，满足食品专业、制造专业、信息专业等学生复合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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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训设计

（一）实训方案设计思路

本项目设计思路主要有：1）灵活的自由度：一是交互手段多样，二是创造沉浸式灵活应变

的体验，防止死记硬背，让同学真正掌握实训操作技能。2）聚合管理：以管理平台贯穿理论教

学-虚拟仿真-实物实训各环节，利用大数据的聚合与分析，面向全校师生真正实现管起来和用起

来。3）veryengine（万维引擎）创新平台：以此制作开发实验软件，在符合示范性项目申报需

求导向的同时，增强 VR在线学习体验感。

（二）教学方法

项目践行“理虚实一体化”的教学理念，通过案例流程化的操作步骤，学生熟悉掌握具体实

验操作步骤和要点；同时采用提示、自动化记录的考查方式，以保证学生操作练习的无限性和结

果的可追溯性。在课堂教学应用时，将使现有的“老师讲、学生听”的“单向教学”模式升级为

教学互动的“双向教学”模式，体现“即教、即学、即练、即考、即巩固”的闭环控制，大幅度

提升教学效果。

（三）评价体系

本项目采取“自动评价、反复学习”的评价方式，以确保每一学生都能掌握学习目标，对理

论知识与实操技能达到精熟的标准。同时以“智能考核”的方式对学生每步操作的正确性、规范

性、安全性进行自动记录、评估、计分，并输出和提交详细的考核记录单。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

学习情况，进行多样化、反复性学习。另一方面，为教师了解每一学生的学习差异，因人施教，

开展针对性教学，提高教学效率奠定基础。

（四）传统教学的延伸与拓展

1. 以食品生物技术等为切入点，通过学校的现有基础优势，来建设实践虚拟仿真教学平台，

实现平台化教学管理模式应用，有效提高我校信息化应用程度，提高教学质量，提高资源利用。

配套各专业仿真教学资源建设，凸显专业优势与专业实力，课程教学模式颠覆创新。

2. 以更科学先进的手段融入专业教学，提高专业技术培训效率，提高资源重复利用率，仿

真交互资源表现形式同游戏操作，既操作简便易学又能带动教学积极性提升，提高课堂效率和学

习质量，节省了教学实训用地的使用。

3. 食品生物技术、食品营养与检测、智能控制技术等专业及虚拟仿真教学资源建设提供了

成熟有效的项目建设经验，不仅为我校信息化建设做出了明显成绩也为我校其他专业仿真资源建

设积累项目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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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实训项目持续建设服务计划

一、持续建设与更新

实训项目建设与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培训体系建设同步，持续更新项目内容，完善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平台功能，更好地满足不同专业对实验实训课程的需要。持续投入软硬件建设，增强

VR、AR等先进技术的应用和实效，加强实训实环境建设，打造虚实结合紧密，技术手段先进的

基地样板。

二、面向高校的教学推广应用计划

发挥专业优势，在制定国家专业教学标准的基础上，将实训基地建设标准化，形成基地建设

样板、实训课程样板以及校企共建共享模式样板，向宜宾职业技术学院、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等省内高职院校以及四川理工技师学院、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学校、邛崃市职业教育中心等中职

院校推广，向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外院校相关专业辐射；同时发挥虚拟仿真技术应用

的先进性及模块化设计优势，邀请其他高校在平台上共同开发课程和实验实训模块。

三、面向社会的推广与持续服务计划

发挥学校领衔的四川轻工职教集团、白酒产业联盟，以及四川省产教融合示范项目的优势，

协同企业将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持续转化为实训资源；建立符合企业岗前培训、在职培训、

能力提升培训等多元化人才提升需求的培训体系，面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食品饮料产业开展培

训服务；与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四川邛崃金六福崖谷生态酿

酒有限公司、百威英博（四川）啤酒有限公司、四川民福记食品公司、剑南春集团等探索教学科

研协同、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实验教学新模式、新机制，力争每年培训 1万人日以上。

在经费保障上，基地建设总投入资金 680万元，其中：省财政投入 300万元，学院投入 280
万元，企业投入 100万元。基地建设经费纳入学校年度经费预算，建立经费管理制度。其中四川

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通过项目专项资金等投入 580万元资金用于虚拟仿真实训项目相关的场地、设

施设备建设；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项目专项资金和技改项目等投入 100万元资金或相

应价值的设施设备，用于建设校外虚拟仿真实训项目的培训配套设施等。

具体的经费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建设内容 建设经费

（单位：万元）

1 校内

虚拟

仿真

基地

建设

虚拟仿真体验参观区、研发应用区和集中教学区等场地的硬

件基础建设（场地装修等）
50

2 虚拟仿真实训相关的硬件设备建设（AR/VR 设备、服务器等） 180

3
虚拟仿真教学管理云平台、虚拟仿真实训项目软件、数字博

物馆、教学资源库等定制开发
290

4 三教改革、制度建设、师资团队建设等 60

5

校外

基地

配套

校外虚拟仿真实训项目的培训配套设施（场地、设备等） 100

合计（单位：万元）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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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诚信承诺

本人已认真填写并检查以上材料，保证内容真实有效。

实训基地负责人（签字）：

2021年 2月 28日

9.申报学校承诺意见

本学校已按照申报要求对申报的省级职业教育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在校内进行公

示，并审核实训项目的内容符合申报要求和注意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教学纪

律要求等。经评审评价，现择优申报。

本省级职业教育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如果被推荐参评“国家级职业教育虚拟仿真

实训基地”，学校承诺将监督和保障该实训基地面向高校和社会开放并提供教学服务

不少于 5年，支持和监督教学服务团队对实训项目进行持续改进完善和服务。

主管校领导（签字）：

（学校公章）

2021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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